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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中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磁性微泡对比剂的超声影像和磁共振影像之间的融合算法. 首先

利用磁性微泡对比剂对体模进行超声和磁共振显影, 并对显影进行边缘分割. 运用非采样 contourlet

变换 (nonsubsampled contourlet transform, NSCT) 对源图像进行分解, 然后对低频子带系数采用自适

应动态加权非负矩阵分解 (dynamic weighted non-negative matrix factorization, DWNMF)结合分割图像

进行融合, 然后对各带通方向子带系数采用空间频率激励的脉冲耦合神经网络进行融合, 最后利用

NSCT逆变换得到融合图像.研究结果表明,利用磁性微泡对比剂并结合上述算法对超声影像和磁共

振影像进行融合,可以获得预期的融合效果.

关键词 磁性微泡对比剂 微泡造影剂 融合 动态加权非负矩阵 非采样 contourlet变换

1 引言

超声成像可以连贯地、动态地观察脏器的运动和功能, 可以追踪病变而不受其成像分层的限制.

虽然微气泡超声造影剂的出现提高了疾病诊断的准确性, 但是超声诊断的分辨率和清晰度较低. 磁共

振成像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具有软组织分辨力高、图像信息量大和无电离损害等优

点, MRI 造影剂能够进一步提高 MRI 诊断的敏感度和特异性, 增强信号对比度和提高软组织的分辨

率. 但是 MRI 对病人体动敏感, 易产生伪影, 同时 MRI 对钙化不敏感. 由于在时空分辨率方面各有优

缺点, 因此没有任何一种成像方式可以完整地获取所有的临床信息, 需要对这两种模态医学影像进行

配准融合 [1∼4].

目前融合算法的研究集中于以下 4 个方面: 基于数学/统计学的融合算法, 包括加权平均法 [5]、

NMF 方法 [6]、PCA 方法 [7]、贝叶斯估计融合 [8] 和 EM 融合方法 [9]; 基于多分辨率分析的图像融合

算法, 包括多分辨金字塔法 [10,11]、小波变换法 [12∼15]; 基于彩色空间的图像融合方法, 包括 HSI 变换

法 [16]、视觉神经生理学法 [17]; 智能图像融合算法, 主要包括模糊理论方法 [18]、神经网络法等 [19,20].

上述融合算法本质都是构建和优化数学模型, 对两幅或多幅源图像的信息进行综合, 使融合后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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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融合算法流程图

Figure 1 Flowchart of fusion algorithm

具有更高的清晰度和信息量. 由于超声影像斑点噪声突出、对比度低, 直接对超声影像与其他模态影

像进行融合将导致融合后影像噪声突出、清晰度降低. 在我们研究组前期提出的基于磁性微泡对比剂

对超声和磁共振影像进行配准的基础上 [4], 本文将磁性微泡对比剂、源图像边缘分割和构建的数学模

型相结合, 进行基于磁性微泡对比剂的超声与磁共振影像的融合, 此方面研究还未见文献报道.

磁性微泡对比剂为既具备超声造影剂功能又具备磁共振造影剂功能的磁性微泡对比剂.超顺磁性

氧化铁 (superparamagnetic iron oxides, SPIO)作为 MRI对比剂,主要是以 Fe3O4 和 Fe2O3 为主,具有

在人体内特异性分布、使用剂量少、安全、毒副作用小以及用途广泛等优点, 已成为目前研发的热点.

Chow 等人 [21] 对包裹氧化铁纳米粒的超声微泡作为磁共振对比剂做了系列研究, 证实在磁场强度为

7.0 T 的磁域中微泡具有增强 T2 加权成像的能力, 使 MRI 引导微泡或纳米粒载药治疗成为可能. 而

研究发现, SPIO 还可以通过改变声阻抗而增强超声回声信号. 将 SPIO 注人荷瘤大鼠体内, SPIO 能

显著增强肿瘤回声信号, 并能清楚显示肿瘤边界, 而且超声回声信号强度随着 SPIO 剂量的增加而增

强. 因此, 将 SPIO 与超声造影剂相结合, 有可能制备一种新型的、同时用于 MRI 及超声显像的多模

态造影剂.

我们研究组的杨芳等人 [22∼24] 在基于微气泡造影剂的制备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将具有 MRI

显影增强能力的 Fe3O4 纳米颗粒装载到微气泡膜壳材料上, 制备超声、磁共振多功能磁性微泡对比

剂. 通过体外超声显影和 MRI 显影实验, 优化微气泡膜壳包裹 Fe3O4 纳米颗粒的含量, 并证实此种微

泡的声学特性可以通过调节微泡内 SPIO 的浓度来控制, 制备的微气泡造影剂可利用目前临床可用的

US、MRI 等影像设备, 实现 US 和 MRI 联合使用的双重显影模式.

本文首先设计有效体模, 利用文献 [22] 制备的对超声、磁共振显影均有效的磁性微泡对比剂对体

模进行超声和 MRI 成像, 为了增强融合影像的边缘和纹理，减少噪声对融合结果的影响, 本文在融合

前对源图像进行边缘分割. 对源图像 IB、IMR 进行 NSCT分解 [6,15,25],得到低频子带系数 {Cl0
B ,Cl0

MR}
和各带通方向子带系数 {Cl,k

B ,Cl,k
MR ;(l > l0)} ;源图像边缘分割结果与 DWNMF相结合对低频子带系数

进行处理,对各带通方向子带系数采用空间频率激励的脉冲耦合神经网络 (spatial frequency-motivated

pulse coupled neural networks, SF-PCNN)方法进行处理,得到融合图像的 NSCT系数;进行 NSCT逆

变换得到融合图像, 算法流程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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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像边缘分割

针对传统边缘检测算子对噪声敏感, 边缘点不连续的缺陷, 本文引入蚁群算法对超声影像进行分

割 [26,27]. 蚂蚁根据其 8邻域点的信息素强度和启发信息的值,以较大概率选择信息素分布多、启发信

息值大的点, 并释放信息素. 蚂蚁经过得越多, 该点上的信息素浓度越大, 对更多的蚂蚁的吸引力就越

大, 蚂蚁逐渐向边缘汇聚, 边缘点信息素浓度值比非边缘点信息素浓度值高. 通过分析信息素强度的

分布就可得到图像的边缘.

2.1 转移概率

在第 n 次迭代过程中, 蚂蚁从像素 (l,m) 转移到 (i, j) 的概率为

p
(n)
(l,m),(i,j) =

(τ
(n−1)
i,j )α(ηi,j)

β∑
(s,q)∈Ω(l,m)

(τ
(n−1)
s,q )α(ηs,q)β

. (1)

(1) 式中 τ
(n−1)
i,j 与 ηi,j 分别为像素 (i, j) 的信息素与启发信息, Ω(l,m)为像素 (l,m) 的邻域, α、β 分别

为信息素与启发信息的控制因子, (2) 式为 ηi,j 定义:

ηi,j =
1∑

p=1:M

∑
q=1:N U(Ip,q)

U(Ii,j), (2)

U(Ii,j) =f(|Ii−2,j−1 − Ii+2,j+1|+ |Ii−2,j+1 − Ii+2,j−1|+ |Ii−1,j−2 − Ii+1,j+2|+ |Ii−1,j−1 − Ii+1,j+1|

+ |Ii−1,j − Ii+1,j |+ |Ii−1,j+1 − Ii−1,j−1|+ |Ii−1,j+2 − Ii−1,j−2|+ |Ii,j−1 − Ii,j+1|), (3)

f(x) =

sin
(πx
2λ

)
, 0 6 x 6 λ;

0, otherwise.
(4)

(2) 和 (3) 式中 Ii,j 为图像 I 在像素 (i, j) 的灰度值, (4) 式中 λ 为函数调节因子.

2.2 信息素更新

当蚂蚁从像素 (l,m) 移动到像素 (i, j), 需要更新像素 (i, j) 对应的信息素

τ
(n−1)
i,j =

(1− ρ)× τ
(n−1)
i,j + ρ× ηi,j , if pixel(i, j) is visited by the current ant;

τ
(n−1)
i,j , otherwise.

(5)

(5) 式中 ρ(ρ < 0 < 1) 为信息素挥发因子. 每次迭代结束, 所有节点的信息素进行全局更新

τn = (1− ψ)× τ (n−1) + ψ × τ (0) . (6)

(6) 式中, ψ(0 < ψ < 1) 表示全局信息素挥发因子, τ (0) 表示初始信息素值. 边缘分割规则如下:

输入: 超声图像 IB ;

输出: 超声边缘分割图像 IB .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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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蚂蚁的数量为 K =
√
M ×N (M 和 N 分别表示图像的长度和宽度), K 只蚂蚁随机分

布在像素点上. 将信息素矩阵 τ (0) 每个元素置为常量 τinit, 计算启发信息矩阵.

步骤 2 根据 (1) 式转移概率矩阵, 选择任意一个蚂蚁进行 L 步搜索.

步骤 3 根据 (5) 式更新信息素矩阵.

步骤 4 如果所有 K 只蚂蚁搜索完毕, 转步骤 5; 否则转步骤 2.

步骤 5 根据 (6) 式更新全局信息素矩阵.

步骤 6 如果执行迭代次数小于 N0(N0 为常数, 根据实际情况设置), 转步骤 2; 否则转步骤 7.

步骤 7 设置自适应动态阈值 [27], 对信息素矩阵二值化, 得到超声边缘图像.

由于磁共振影像清晰度较高, 本文采用 ZERO-CROSS 算子进行边缘分割.

3 融合算法

NSCT 变换不但具有良好的空域和频域局部特性, 还具有方向特性, 因此能够更好地提取和表示

原始图像的几何特征. NSCT 在分解和重构过程中取消了降采样和上采样环节, 使得 NSCT 具有平移

不变性, 并且得到的各级子带图像与源图像具有尺寸大小相同的特性, 在融合过程中能够有效减少配

准误差对融合结果的影响,容易找到各个子带图像之间的对应关系,从而有利于融合运算的实现 [6,15].

3.1 基于图像分割和 DWNMF 的低频子带系数的融合

加权非负矩阵分解 (weighted non-negative matrix factorization, WNMF)[6,28] 通过提升重要区域

的权重, 能够有效表达重要数据. 设 V 为非负待分解的 n×m 矩阵, W、H 分别为非负 n× r 矩阵和

非负 r×m 矩阵, T 为加权系数矩阵, “·” 表示矩阵点乘. 基于代价函数为最小化两个矩阵间欧式距离

的目标函数为

F1(V ,WH) =
1

2

∑
i,j

[T · (V −WH) · (V −WH)]i,j . (7)

(7) 式是基于高斯噪声模型的代价函数, 其迭代规则为

W = W · ((T · V )HT)

((T · (WH))HT)
, (8)

H = H · (WT(T · V ))

(WT(T · (WH)))
. (9)

基于代价函数为最小化 Kullback-Liebler 散度的目标函数为

F2(V ,WH) =
∑
i,j

[T · (V · log · V

WH
− V +WH]. (10)

(10) 式是基于泊松噪声模型的代价函数, 其迭代规则为

W =
W

(THT)
· ( (T · V )

(WH)
HT), (11)

H =
H

(WTT )
· (WT (T · V )

(WH)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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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和磁共振影像的噪声模型基本符合高斯噪声模型, 所以本文代价函数采用 (7) 式, 迭代规则

采用 (8) 式和 (9) 式. 在图像融合过程中, 随着迭代的进行, 融合图像像素灰度也是动态变化的, 图像

各区域的灰度分布也会发生变化, 因此图像各区域的权重也应该发生相应的变化. 采用固定权重矩阵

不能体现这种动态变化过程. 本文提出一种动态迭代策略, 随着迭代的进行, 根据最新迭代结果对加

权系数进行动态调整. 对于迭代结果的特定指标改善已经达到目标阈值的情况, 则停止对对应加权系

数的调整; 反之, 加权系数朝有利于特定指标改善的方向进行调整. WNMF 的加权系数体现了对应元

素的重要程度, 通过对加权系数进行持续动态的调整, 即可实现融合图像特定指标的改善. 为了增强

源图像边缘和纹理对应的权重, 增加融合图像的对比度和清晰度, 本文在融合前对源图像进行边缘和

纹理分割.

图像梯度能量 (energy of image gradient, EOG) 反映了图像的梯度信息,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表征

图像的清晰度, 其定义见 (13) 式 [29].

EOG =

M∑
m=1

N∑
n=1

(I2x(m,n) + I2y (m,n)). (13)

(13)式中, M×N 为图像的尺寸, Ix(m,n) = I(m,n)−I(m−1, n), Iy(m,n) = I(m,n)−I(m,n−1).

本文在 Contourlet 域中引入图像局部区域梯度能量 (local area energy of image gradient, LEOG) 的

概念, 其定义如 (14) 式所示. (14) 式中M1 × N1 为局部区域尺寸大小, 本文取5 × 5, Cx(m,n) =

C(m,n)− C(m− 1, n), Cy(m,n) = C(m,n)− C(m,n− 1).

LEOG(m,n) =

(M1−1)/2∑
i=−(M1−1)/2

(N1−1)/2∑
j=−(N1−1)/2

(C2
x(m+ i, n+ j) + C2

y(m+ i, n+ j)) . (14)

本文以两幅已配准且尺寸相同的超声影像和磁共振影像为例, 分别记为 IB 和 IMR. 各自的低频

子带系数为Cl0
B ,Cl0

MR. 为了选择低频子带融合系数,抑制噪声对融合性能的影响,本文提出了图像边缘

和纹理分割、基于 NSCT 域局部区域梯度能量和 DWNMF 相结合的低频系数融合规则.

输入: 源图像 IB 和 IMR 对应的低频子带系数 Cl0
B , Cl0

MR;

输出: 融合图像的低频子带系数矩阵.

步骤:

步骤 1 将两幅源图像的低频子带系数矩阵分别按行优先整理为列向量: Cl0
B (reshape)、Cl0

MR

(reshape),对这两个列向量进行整合,得到一个只有两列的矩阵 V , V = [Cl0
B (reshape), Cl0

MR(reshape)].

加权系数矩阵记为 T , T = [TB ,TMR], 矩阵 T 的每一项初始值为 0.5.

步骤 2 对源图像 IB 和 IMR 分别进行边缘分割得到 IB 和 IMR, 应用 (14) 式对边缘分割图像分

别计算局部区域梯度能量矩阵为 LEOGB、LEOGMR, 并对 LEOGB、LEOGMR 进行比较, 对应的数据

项取大获得局部区域梯度能量矩阵 LEOGB∼MR.

步骤 3 运用文献 [30] 提出的算法对 W , H 进行初始化.

步骤 4 运用 (8) 式、(9) 式求解 W , H.

步骤 5 更新加权矩阵 T ;

步骤 5.1 一次迭代完成后, 将迭代结果W (i, j)(即融合后低频子带系数)按照行优先转换为方

阵, 应用 (14) 式对此方阵计算局部区域梯度能量矩阵, 记为 LEOGW ;

步骤 5.2 for i=1 to width(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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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j=1 to height(IB)

如果 LEOGW (i, j) 小于步骤 2 中得到的 LEOGB∼MR(i, j), 执行以下操作:

TB(i, j) = TB(i, j)
LEOGB(i, j)

LEOGMR(i, j)
, (15)

TMR(i, j) = TMR(i, j)
LEOGMR(i, j)

LEOGB(i, j)
, (16)

TB(i, j) =
TB(i, j)

TB(i, j) + TMR(i, j)
, (17)

TMR(i, j) =
TMR(i, j)

TB(i, j) + TMR(i, j)
. (18)

end for

end for

步骤 5.3 T = [TB ,TMR].

步骤 6 迭代是否满足结束条件, 不满足转步骤 4.

步骤 7 将欧式距离平方最小值对应的 W 进行重置变换作为融合图像的低频子带系数矩阵.

3.2 基于 SF-PCNN 的各带通方向子带系数的融合

利用 SF-PCNN 模型, 将 Contourlet 域的空间频率 (spatial frequency, SF) 等同于图像的梯度特

征, 用于 PCNN 的输入而不是直接将 Contourlet 域系数矩阵用于 PCNN 的输入, 对源图像的高频子

带系数进行融合, 得到各尺度各方向下的一系列融合后的高频子带系数矩阵.

(SF )i,j =
∑

i∈M,j∈N

(Cl,k
i,j − Cl,k

i−1,j)
2 + (Cl,k

i,j − Cl,k
i,j−1)

2, (19)

Cl,k
i,j为第 l 层分解 k 方向子带在 (i, j)坐标的系数值,各带通方向子带系数矩阵的大小为 M ×N ,滑动

窗口取值为 3× 3. 对 3.1 小节和 3.2 小节得到的融合系数矩阵进行 NSCT 逆变换获得最终融合图像.

4 实验及结果分析

造影剂: 江苏省生物材料与器件重点实验室制备的包裹 Fe3O4纳米颗粒的磁性微泡对比剂. 在诊

断超声频率下, 微气泡在血管或病灶部位聚集后发生共振, 产生比生物组织更强的回波信号, 从而明

显提高超声影像中目标的亮度,即灰度值.超顺磁纳米颗粒正逐渐被用于新一代磁共振造影剂,超顺磁

性氧化铁颗粒内的铁质子在磁场内能够重新排列, 产生的净磁矩较顺磁性分子大许多, 引起颗粒周围

的磁场干扰, 致使临近弥散的氢质子相位离散增加, T2弛豫率升高, 在 T2成像时表现为低信号, 即降

低 T2成像的灰度值, 为阴性造影剂. 微气泡与 Fe3O4纳米颗粒相结合制备的磁性微泡对比剂, 既能增

强超声显影亮度,即增强超声影像的灰度值,也能降低磁共振 T2成像的亮度,即降低磁共振 T2影像的

灰度值. 本组通过动物实验对磁性微泡对比剂进行了初步毒理研究和药理研究, 后期的人体实验注定

是漫长、复杂的过程, 本文使用的磁性微泡对比剂目前尚不能用于临床.

体模: 江苏省生物材料与器件重点实验室制备, 里面放置 4 mm×6 mm (内径×外径) 的硅胶管.

相关文献在影像采集前都要进行超声设备和磁共振设备的定标, 本文为了简化步骤, 在硅胶管里,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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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了 3 个目标物 (脂类物质), 保证采集的待配准的超声影像 (源图像) 和磁共振影像 (目标影像) 均包

含这 3 个目标点, 使配准融合有物理上的意义, 实现了定标的目的. 对三个目标区域进行定量计算, 可

以检验融合效果和磁性微泡对比剂的显影效果, 保证计算的客观性.

实验计算平台: 普通 PC 机 (CPU 为 Intel(R) CoreTM 2 Quad 2.66 GHz, 内存为 2 GB, 硬盘

500 GB, WINDOWS XP 操作系统), MATLAB 6.5(由于某些功能涉及到调用 C 编译器, 尚需安装

VISUAL C++ 6.0).

影像采集: 利用徐州市鼓楼医院超声成像系统 (通用电气公司, LOGIQ 3 PRO) 对体模采集两

组影像, 两组成像参数设置完全相同 (FRQ 4.0 MHz, Gn 30, E/A 2/3, Map B/1, D 9.0 cm, DR 75,

FR 26 Hz, AO 100%). 一组为不加造影剂情况的成像, 一组为加造影剂情况下的成像 (造影剂浓度

100 ug/mL). 利用江苏省徐州市中医院的磁共振设备 (日立公司, AIRIS II, 0. 3 T) 对体模也做两种情

况下的 T2成像. 本文基于以下原因采用 0.3 T 的磁共振设备进行成像, 首先, 江苏省生物材料与器件

重点实验室基于磁性微泡对比剂的磁共振成像已经在 1.0 T 以上的磁共振设备做过多组对比试验, 均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2∼24]; 其次, 磁共振设备价格昂贵, 更新代价大, 目前西门子 0.3 T 磁共振设备在

不发达地区医院仍然有着应用. 具体参数设置为: 重复时间 TR=400 ms, 回波时间 TE=15 ms, 层厚

=4 mm, 视野 (FOV)=20 cm×20 cm, 矩阵 256×256. 采集到的超声影像和磁共振影像经过手工选取感

兴趣区域, 将选取的区域规格化为 512×512 像素.

本文采用文献中曾经提到的 9 种融合算法与本文算法进行融合效果比较: 基于 DWT(discrete

wavelet transform) 的融合算法 [31](方法 1)、基于 gradient pyramid 的融合算法 [32] (方法 2)、基于

Laplacian pyramid 的融合算法 [33] (方法 3)、基于代价函数为最小化两个矩阵间欧式距离的 WNMF

融合算法 [26](方法 4)、基于代价函数为最小化 Kullback-Liebler散度的WNMF融合算法 [26](方法 5)、

基于 PCA 的融合算法 [7](方法 6)、基于文献 [23] 的融合算法 (方法 7)、基于 SIDWT (shift invariance

discrete wavelet transform) 的融合算法 [34](方法 8)、基于文献 [28] 的融合算法 (方法 9). 以上方法参

数具体设定见相关文献, 不再赘述.

本文采用平均梯度 (average gradient, AG)、边缘强度 (edge intensity, EI)、信息熵 (entropy, EN)

和空间频率 (space frequency, SF) 作为融合图像的评价标准 [35]. AG 也称为清晰度, 反映了图像的细

节反差与纹理变化特征, 融合图像的 AG 值越大, 表明融合图像的清晰度越高; EN 表示图像所包含信

息量的多少, EN 值越大, 表明融合图像包含的信息量越大; EI 反应了边缘与邻近像素的对比强度, EI

值小意味着强度变化不大而难以分辩, 值越大表示边缘越清晰; SF 反应了图像空间域的活跃程度, 目

标与背景对比明显, 图像中存在剧烈的突变等情况下, SF 值较大, 反之较小.

4.1 磁性微泡对比剂有效性验证

图 2(a)∼(d) 分别为磁共振成像、超声成像、使用磁性微泡对比剂的磁共振和超声成像. 为了计算

磁性微泡对比剂对成像的影响,在图 2中选取体模管腔内三个目标点为感兴趣区域 (region of interest,

ROI), 如图 2(a)∼(d) 中的 (i) 区域、(ii) 区域和 (iii) 区域所示. ROI 内所有像素的平均灰度值定义

为 ROI 平均灰阶; 分别采用梯度算子获得超声和磁共振影像的边缘信息, 在此基础上求得的信息量

定义为边缘信息熵, 用来衡量边缘的丰富程度. 为了直观比较融合效果, 在源图像中加入伪影, 如图

2(a)∼(d) 中的 (ⅳ) 区域所示.

图 2(a)∼(d) 的 ROI 平均灰阶如表 1 所示, 磁性微泡对比剂对于超声显影是有增强效果的, 3 个

目标区域在加造影剂后亮度增强, 平均灰阶和边缘信息熵有着显著提升, 边缘所蕴含信息量也更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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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i)
(i) (i) (i)

(ii)(ii)(ii)(ii)

(iii)
(iii) (iii)

(iii)

(iv)(iv)(iv)(iv)

图 2 磁性微泡对比剂的显影效果图

Figure 2 Enhancement imaging based on magnetic microbubble contrast agent. (a) MRI image; (b) ultrasound image;

(c) MRI image using magnetic microbubble contrast agent; (d) ultrasound image using magnetic microbubble contrast agent

表 1 磁性微泡对比剂的显影效果定量比较

Table 1 Quantitative comparison of enhancement effects based on magnetic microbubble contrast ag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Ultrasound image MRI

(i) (ii) (iii) (i) (ii) (iii)

Information entropy without contrst agents 0.0296 0.0457 0.0216 0.1485 0.1630 0.1368

of image edge with contrst agents 0.1887 0.1537 0.0752 0.1683 0.1967 0.1558

Average gray value of without contrst agents 21 24 24 40 32 30

all pixels within ROI with contrst agents 91 82 66 26 16 18

对于磁共振成像, 加造影剂后 3 个目标区域亮度降低, 这是由于对于磁共振成像磁性微泡对比剂是阴

性造影剂. 对比图 2(a) 和图 2(c) 对应的 (ii) 区域, 加造影剂后图 2(c) 的 (ii) 区域显示的目标更加完

整, 信息量更加丰富, 评价指标充分说明了磁性微泡对比剂对于磁共振成像是有效的.

4.2 不添加磁性微泡对比剂情况下超声和磁共振影像之间的融合

图 3(a), (b) 分别为磁共振和超声显影. 图 3(c)∼(l) 分别为本文方法融合结果、方法 1 融合结果、

方法 2融合结果、· · · · · ·、方法 9融合结果.直观角度观察融合前后的伪影区域,本文方法、方法 4、方

法 7 和方法 9 效果较好. 对图 3(c)∼(l) 分别进行定量指标计算得表 2, 分析表 2, 在 AG 指标上, 本文

方法和方法 9表现相同;在 EI指标上, 本文方法最优; 在 EN指标上, 本文方法在全部 10个融合方法

中表现为次优; 在 SF 指标上, 本文方法仅次于方法 4 和方法 5.

4.3 添加磁性微泡对比剂情况下超声和磁共振影像之间的融合

图 4(a), (b) 分别为添加磁性微泡对比剂后的磁共振和超声显影. 图 4(c) ∼(l) 分别为添加磁性微

泡对比剂后本文方法融合结果、方法 1 融合结果、方法 2 融合结果、· · · · · ·、方法 9 融合结果. 直观

角度观察融合前后的伪影区域, 本文方法、方法 3、方法 4、方法 7、方法 8 和方法 9 效果较好. 对图

4(c)∼(l) 分别进行定量指标计算得表 3, 分析表 3, 在 AG、EI 和 EN 三项指标上, 本文方法均为最优;

在 SF 指标上, 本文方法仅次于方法 3 和方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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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k) (l)

图 3 不使用磁性微泡对比剂情况下的超声、磁共振影像融合效果图

Figure 3 MRI-ultrasound fusion results without using magnetic microbubble contrast agent. (a) MRI image; (b) ultra-

sound image; (c) result based on proposed technique; (d) result based on A1; (e) result based on A2; (f) result based on

A3; (g) result based on A4; (h) result based on A5; (i) result based on A6; (j) result based on A7; (k) result based on A8;

(l) result based on A9

表 2 不使用磁性微泡对比剂情况下的图像融合性能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fusion methods without using magnetic microbubble contrast agent

Method category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G EI EN SF

Proposed method 1.9977 21.7521 6.6734 6.0555

Method1 1.2889 13.2777 4.9871 4.6754

Method2 1.1747 12.1491 4.9152 4.1251

Method3 1.4440 15.1338 5.0880 5.2582

Method4 1.9827 21.2444 4.9486 8.0356

Method5 1.8141 19.7510 4.6462 7.1098

Method6 1.5449 16.7964 5.4174 4.8305

Method7 1.7930 19.4088 5.6077 5.9552

Method8 1.2873 13.4083 4.9904 4.6690

Method9 1.9977 21.7511 6.6758 6.0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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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k) (l)

图 4 基于磁性微泡对比剂的超声、磁共振影像融合效果图

Figure 4 MRI-ultrasound fusion results based on magnetic microbubble contrast agent. (a) MRI image using magnetic

microbubble contrast agent; (b) ultrasound image using magnetic microbubble contrast agent; (c) result based on proposed

technique; (d) result based on A1; (e) result based on A2; (f) result based on A3; (g) result based on A4; (h) result based

on A5; (i) result based on A6; (j) result based on A7; (k) result based on A8; (l) result based on A9

表 3 基于磁性微泡对比剂的图像融合方法性能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fusion methods based on magnetic microbubble contrast agent

Method category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G EI EN SF

Proposed method 3.2223 35.2385 7.0310 9.4367

Method1 2.5842 27.5965 6.0741 8.1378

Method2 2.3638 25.3566 6.0497 7.2596

Method3 3.1647 34.2059 6.1085 9.7603

Method4 2.0028 21.6578 4.8917 8.5933

Method5 1.9608 21.2235 4.9079 7.9728

Method6 2.6181 28.5215 6.013 8.2481

Method7 1.1286 12.535 4.4387 3.5742

Method8 2.6530 28.4916 6.0628 8.2507

Method9 3.2181 35.0896 6.8678 9.5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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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k) (l)

图 5 基于磁性微泡对比剂的图像分割对本文算法的融合效果影响

Figure 5 The effects of image segmentations on the fusion results using proposed method based on magnetic microbub-

blecontrast agent. (a) MRI image; (b), (c) and (d) are MRI image segmentations based on CANNY operator, LOG operator

and the proposed segmentation algorithm respectively; (e) ultrasound image; (f), (g) and (h) are ultrasound image segmen-

tations based on CANNY operator, LOG operator and the proposed segmentation algorithm respectively; (i) fusion result

based on (a) and (e); (j) fusion result based on (b) and (f); (k) fusion result based on (c) and (g); (l) fusion result based on

(d) and (h)

4.4 实验讨论

(1)磁性微泡对比剂对融合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不添加磁性微泡对比剂情况下,超声显影对比度

差, ROI 边缘不清晰; 磁共振 ROI 显影也不完整. 添加磁性微泡对比剂后, 无论是超声影像, 还是磁共

振影像, 图像质量均有改善. 图 3 和图 4 对比说明, 添加造影剂前的融合图像更多的体现为磁共振影

像, 超声影像信息很少, 根本原因是超声影像 ROI 灰度值偏低. 添加造影剂后的融合图像不但蕴含着

丰富的磁共振影像信息, 而且超声影像信息也很丰富.

(2) 边缘分割对融合结果有直接的影响, 本文仅讨论添加磁性微泡对比剂情况. 图 5(a) 为磁共振

影像,图 5(b)∼(d)分别为运用 CANNY算子、LOG算子和本文分割算法的磁共振影像边缘分割结果.

图 5(e) 为超声影像, 图 5(f)∼(h) 分别为运用 CANNY 算子、LOG 算子和本文分割算法的超声影像边

缘分割结果.图 5(i)为超声和磁共振影像均不分割,运用本文方法直接融合结果.图 5(j)∼(l)分别为基

于图 5(b) 和图 5(f) 的融合结果、基于图 5(c) 和图 5(g) 的融合结果、基于图 5(d) 和图 5(h) 的融合结

果. 上述涉及到的算子参数均为缺省值.

分析表 4 和图 5(i), 除了 EN 指标较好, 其他指标表现一般. 表明由于超声影像自身的强噪声,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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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基于磁性微泡对比剂的超声影像分割结果对本文算法融合效果影响的比较

Table 4 Quantitative comparison of the effects of ultrasound image segmentations on the fusion results using proposed

method based on magnetic microbubble contrast agent

Segmentation operators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G EI EN SF

Without edge segmentation 3.2081 35.1734 7.1466 9.1920

CANNY operator 3.0417 33.3312 7.1517 8.9226

LOG operator 2.9499 32.3553 7.0208 8.5538

Proposed method 3.2223 35.2385 7.0310 9.4367

致融合图像具有强噪声，清晰度和分辨率较低，蕴含的信息量相对较大 (即 EN 值较大) 是因为此种

情况下融合图像的强噪声所致. 图 5(j), (k) 对应的分割图像, 特别是对应的超声图像中存在大量噪声

边缘，导致融合结果不理想, 图 5(j) 除了 EN 指标较好, 其他指标表现一般, 图 5(k) 各项指标值均不

理想. 图 5(l) 对应的 AG, EI 和 SF 三项指标占优，在 EN 指标上和其他两种方法差距不大, 原因是

分割后的边缘图像更多体现为目标的边缘, 并且减少了噪声干扰. 为了验证上述分析, 计算图 5(i)∼(l)

的信噪比，分别为: 22.1687, 21.8708, 21.0014 和 24.0922. 上述数据表明图 5(i), (j) 对应的 EN 值较大

根本原因是强噪声造成的, 本文算法对应的图 5(l) 在清晰度、对比度提升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削弱了

源图像中强噪声的影响.

(3) 与方法 4 和方法 5 中提出的 WNMF 算法相比, 本文在初始化阶段无需对W , H 的值随机生

成, 而是根据源图像信息计算出确定的 W , H 初始值, 经过很少的迭代次数, 可以得到较优的迭代结

果.与方法 9提出的改进 NMF算法相比,本文通过持续动态的调整加权系数,实现融合图像特定指标

的改善. 与方法 7相比,本文将 DWNMF引入 NSCT低频域,将 DWNMF与 SF-PCNN相结合,实验

结果表明是可行的.

(4)本文算法结合磁性微泡对比剂,对超声影像和磁共振影像进行融合可以获得理想的效果.原因

是不添加磁性微泡对比剂, 超声和磁共振成像清晰度差, 目标物边缘和纹理不清晰, 图像分割效果不

好, 不能够对源图像目标物的边缘和纹理分配适合的权重, 导致融合影像清晰度和对比度低. 添加磁

性微泡对比剂能够克服上述缺陷,所以能够得到较好的结果.对比实验表明不添加磁性微泡对比剂,本

文算法仅在 EI、EN 两项指标上占优, 在 AG 指标上和方法 9 一样, 在 SF 指标上远远落后于方法 4

和方法 5; 添加磁性微泡对比剂后, 本文算法在 AG, EI, EN 三项指标上占优, 并且在 SF 指标上和方

法 4、方法 5 差距很小, 10 种融合方法对应的 4 项指标值均较添加磁性微泡对比剂前有显著的改善.

5 结论

江苏省生物材料与器件重点实验室制备的磁性微泡对比剂可以同时进行超声、磁共振两种模式

成像,对两种成像模式的图像进行融合,并对融合后的图像进行分析研究,将充分利用两种成像模式的

优点, 弥补各自的不足, 从而获得既具备高质量的解剖结构定位图像, 又具备极高敏感度的复合图像,

不仅可以为医学诊断、人体功能和结构的研究提供充分的信息, 还可以减少患者医疗费用.

常规融合算法通过降低图像清晰区域的图像质量为代价提升图像模糊区域的图像质量,导致融合

图像中一些重要边缘信息的丢失. 由于医学影像的清晰度和对比度取决于边缘和纹理, 本文有针对性

的在融合过程中增强融合影像的边缘和纹理, 最大程度的抑制噪声. 本文首次提出了基于磁性微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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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剂的超声影像和磁共振影像的融合算法, 基于磁性微泡对比剂对超声显影和磁共振 T2 显影效果进

行了定量计算和比较, 说明磁性微泡对比剂是有效的. 基于 DWNMF 算法对源图像 NSCT 分解的低

频子带系数进行融合, 得到融合图像的低频子带系数. 在此过程中加权系数矩阵根据源图像对应的边

缘分割图像和 DWNMF 的中间结果进行动态调整, 边缘和纹理对应的权重大, 噪声对应的权重小, 采

用此策略可以减少噪声对融合结果的影响, 并且能够增强融合图像的边缘和纹理. 进行了融合对比实

验并对实验数据进行了定量计算和比较分析, 实验结果表明, 磁性微泡对比剂与本文的算法相结合对

超声影像和磁共振影像进行融合是完全可行的.

本文提出的算法也可以用于其他领域影像融合，不同领域对应的影像分割方法不尽相同，需要对

分割方法做适当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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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help of magnetic microbubble contrast agent, a new fusion scheme between ultrasound image

an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e i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Magnetic microbubble contrast agent is used in both

ultrasound and MRI imaging process to enhance and preserve most important information of interest. By using

nonsubsampled contourlet transform (NSCT), source images are decomposed. Then, image edge segmentation,

combined with an self-adaptive algorithm of dynamic weighted non-negative matrix factorization(DWNMF) is

utilized to complete the fusion of low-frequency subband coefficients, the fusion course of bandpass directional

subband coefficients can be realized by use of the model of spatial frequency-motivated pulse coupled neural

networks. Finally, the ultimate fused image can be obtained with inverse NSCT. The experiment based on the

above-mentioned scheme demonstrates that ultrasound-MRI fusion may be a promising method for obtaining

high quality fusion image.

Keywords magnetic microbubble contrast agent, microbubble contrast agent, fusion, weighted nonnegative

matrix factorization, nonsubsampled contourlet transform(NSCT)

HOU Mo was born in Suzhou, Anhui,

in 1975. He received his bachelor and

master degrees at Northeastern Uni-

versity, Shenyang, in 1998 and 2005,

respectively. He is currently working

toward his Ph.D. degree at the School

of Biological Science and Medical Engi-

neer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His research interest includes image

registration, image fusion and signal

processing.

YANG Fang was born in 1979. She

received her Ph.D. degree i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from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in 2004. Currently,

she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Biological Science and Medi-

cal Engineer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 covers design and

synthesis of several types of microbub-

bles, and the biomedical application of

multimodality imaging based on mi-

crobubbles.

LUO ShouHua was born in 1967. He

received his Ph.D. degree in mechani-

cal engineering from Southeast Univer-

sity, Nanjing, Jiangsu in 2004. And he

has done the post-doctoral research i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Manoa.

Currently, he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Biological Science and

Medical Engineering, Southeast Uni-

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 includes

algorithm of the computerized tomog-

raphy (CT) reconstruction, and image

processing and visualization.

GU Ning was born in 1964. He re-

ceived the Ph.D. degree i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from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in 1996. Currently,

he is the dean of the School of Biologi-

cal Science and Medical Engineering in

Southeast University. He is also a win-

ner of the National Outstanding Youth

Foundation, and Cheung Kong Scholar

Chair Professor. His research inter-

est includes magnetic nanomaterials,

functional nanostructures and devices,

molecular imaging, and nanobiotechnology.

1459



征   稿   简   则 

简介:《中国科学: 信息科学》（英文名称: SCIENTIA SINICA Informationis）是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同主办、

《中国科学》杂志社出版的学术刊物. 本刊力求刊载信息科学领域最高学术水平的中文文章, 及时报道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控

制科学与控制工程、通信与信息系统、电子科学与技术等领域基础与应用研究方面的原创性成果, 推动信息科学技术发展, 搭

建理论与技术应用的桥梁, 促进与各学科、各行业的交叉融合. 月刊, 每月 20 日出版. 

收录情况:《中国科学: 信息科学》被《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科技论

文与引文数据库》等收录. 

栏目:《中国科学: 信息科学》设有以下 4 个栏目. 

评述: 综述信息科学领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和最新进展, 提出作者的独到见解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长度在 20 页左右. 一般

由编委邀请, 有意撰写评述的专家也可向有关编委提议. 

论文: 重点发表报道最新研究成果及其科学思想、意义、创新点、实验和理论依据及应用前景的概述性论文, 长度不超过

15 页. 

快报: 简要介绍信息科学领域最新研究成果的核心内容. 长度不超过 4 页. 优先发表. 

学术介绍: 主要介绍从事信息科学研究的院校、实验室和一些重大的研究课题、研究成果及其核心产品. 

投稿:请使用在线投稿系统投稿. 访问本刊网站 www.scichina.com 或 info.scichina.com, 注册一个“作者账户”, 按照提示填写投稿

信息并将稿件全文(PDF 格式文件)上传到数据库服务器. 如果不能在线投稿, 请与编辑部联系. 本刊受理的稿件要求用

LaTeX 排版, 模板可从本刊网站下载. 作者在投稿时只能选择一个语种投稿, 且在评审录用后, 不能再翻译成另一语种发表.

请您在投稿时注意, 认真阅读本刊投稿指南, 选择好刊物. 

审稿: 稿件由主编负责组织编委和审稿专家进行评审, 并根据评审意见确定录用与否. 评审结束后, 编辑部将及时向作者转达评审

意见和结果, 作者若在 90 天内没有收到编辑部有关稿件的具体意见, 在通知编辑部后, 可改投他刊. 本刊不受理“一稿多投”

之稿件. 

文章署名:通讯作者应保证稿件内容经全体作者认可并同意署名. 投稿后, 任何署名的改变要有全体原作者签名同意的书面材料. 

录用: 稿件录用后, 全体作者应当签署“著作权转让声明书”, 将该论文(各种语言版本)的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翻译权、

汇编权在全世界范围内转让给《中国科学: 信息科学》的出版单位《中国科学》杂志社. 

出版: 本刊对录用的稿件收取版面费, 出版后向作者免费提供一本样刊. 作者可以购买抽印本和更多的期刊. 作者可以在本刊网站

上免费注册下载本刊论文. 

 
 
 
地    址: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电    话: (010) 64015683 (编辑部) 电子信箱: informatics@scichina.org (编辑部) 

 (010) 64019709 (发行部)  sales@scichina.org (发行部) 

 (010) 64008316 (广告部)  ads@scichina.org (广告部) 

传    真: (010) 64016350   

 
 
 
 
 

  信息科学 
SCIENTIA SINICA  Informationis 

第 43 卷   第 11 期   2013 年 11 月出版 

 

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主    管 中 国 科 学 院 出 版 《中国科学》杂 志 社 

编    辑 中 国 科 学 院 印刷装订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编辑委员会 总发行处 北京报刊发行局 
主    编 李  未 订 购 处 全国各邮电局. 《中国科学》杂志社发行部

刊号: 
ISSN 1674-7267
CN   11-5846/TP

  代号: 
           M568 

  80-948 

国 外

国内邮发
    每期定价: 136.00 元  全年定价: 1632.00 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东工商广字第 0429 号 




	封面.pdf
	F辑中文封二.pdf
	ml11.pdf
	1383.pdf
	1398.pdf
	1410.pdf
	1431.pdf
	1445.pdf
	1460.pdf
	1472.pdf
	1483.pdf
	1496.pdf
	1511.pdf
	F辑中文封三.pdf
	封底.pdf



